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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陵乡镇文化漫谈

莫 昕

广陵，2 500年古城———扬州的核心城区，一方钟灵

毓秀、人杰地灵的土地。广陵现辖城区 4个街道和郊区

湾头、汤汪、头桥、李典、沙头 5个乡镇，郊区地域内长

江、夹江及古运河、大运河、廖家沟相合交汇，形成“两江

三水”的独特地域格局。广陵乡镇以其域古、水秀、物盛、

人杰的历史人文与广陵古城文化相互辉映，成为扬州历

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一、历史悠久，人文荟萃

（一）景明水秀，运河明珠———古镇名茱萸

茱萸古镇湾头镇坐落于广陵古城的东北、古运河

畔。早在西汉吴王刘濞定都广陵时，这里已有村落。因此

地生长很多茱萸树，故名茱萸村。刘濞在村内开挖了一

条茱萸沟直通海陵仓（今泰州海陵），作为邗沟向东的支

道，这条河也被称作“运盐河”，近人又称为通扬河。如

今，这条古老运河依旧穿镇而过。

此后历朝历代，此处都是盐运、漕运的必经之地。隋

朝开凿京杭大运河，居民沿河建房，因地处运河拐弯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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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更名为茱萸湾。隋炀帝三下扬州，均从这里经过，并

建行宫于此。唐代茱萸湾成为扬州城郊的繁华码头。在

清学者汪望《十二砚斋随录》中茱萸湾名曰临湾坊（相

当于现在的社区），入唐求法的日本圆仁和尚曾在《入

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中记载到：“半夜发行，盐官船积盐，

或三四船，或四五船，双结续编，不绝数十里。”那时，茱

萸湾还是个景色宜人的地方，唐代诗人刘长卿曾作诗

云：“半逻莺满树，新年人独还。落花逐流水，共到茱萸

湾。”北宋时，茱萸湾是江都七镇之一。此后，这里变成

了两淮盐运使司的专管码头，又因此处为京杭大运河

由北进入扬州十三道湾的头道湾，改名为湾头。清代康

熙、乾隆六次南巡均至此地。乾隆还在一首诗里写道：

“清晨启缆发高邮，夕阳西斜到茱萸。”晚清时，由于水

系变化，湾头码头逐渐冷落，当时有一首民谣说道：“小

街村舍十数家，瓦铫砖炉自卖茶。一堤杨柳三面水，十

里茱萸两道桥。”

湾头自古以来还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史载自唐僖宗

始，唐、五代、宋至晚清均有较大战事发生于此。如史书

《通鉴辑览》《小腆纪年附考》记载，史可法曾派遣黄日芳

部和应廷吉部驻扎茱萸湾和附近的瓦窑铺，使二地与扬

州城成犄角之势以抗清军。太平天国后期的遵王赖文

光，率骑兵由北方南下，经过茱萸湾遭到清兵伏击而被

俘牺牲。茱萸湾河边有石桩一处，传说这根石桩上曾系

过赖文光胯下的战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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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先觉旧地，果蔬名乡———南乡汤汪美

汤汪位于广陵南郊，“汤”为姓氏，“汪”为水塘，“汤

汪”即“汤家汪”之意。汤汪虽说是 20世纪初才形成的新

集镇，但其前身古 里乡却已有 2 000余年的历史了。古

里乡名称源于汉代的一位著名隐士 里先生周述的

传说。周述与东园公唐秉、绮里季吴实、夏黄公崔广一起

凭着才学担任过秦朝的博士，掌管史事典籍，德高望重。

后来因不满秦的暴政，4人弃官隐居陕西商山，又都白

发皓首，所以被称为“商山四皓”。汉高祖刘邦称帝后多

次请他们出山，他们对刘邦为人不满，每次都借故推辞。

后刘邦宠幸戚夫人，打算另立太子赵王刘如意。吕后心

急如焚，于是请张良写信，刘盈亲自坐马车送到商山，诚

心相邀“四皓”辅佐，终于感动了“四皓”。入都后，“四皓”

和刘盈一起出游，刘邦看到太子有这 4人辅佐，感叹说：

“羽翼已成，难动矣。”于是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。后

“四皓”见刘盈登基吕雉却专权，心中又存不满。为躲避

吕雉政权中心（西安）， 里先生再次辞官后云游于东南

沿海之地，其中先生曾在广陵南郊隐居过一段时间。他

隐居之地便被称作 里。

关于汤汪地域最早的文字记载，据清乾隆三十四年

（1769年）出土唐贞观元年（785年）的《刘府君杜氏夫人

墓志铭》所记述，此处为扬州江阳县清平坊通化里所在。

又据 1991年，原扬州郊区冲压件厂工地出土明代《赐荣

寿官孟公士贤墓志》石刻记载：“弘治十年，君终之日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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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河东永真乡祖茔之地，窆归之地。”由此可知，500

年前汤汪地域属江都永真乡。

从唐宋元明清一路走来，朱元璋、乾隆、曹寅、王士

祯等名人墨客均在此留下了诸多传说典故、诗词文章。

汤汪自古还是尚文重教之地，清乾隆三年（1738年）乡

绅萧嵩出资新建了 里学社，并聘请学师 4名，招收生

徒 100余名，并将自己 300余亩私田捐为学田，成为时

江都县私学的标志。后又有著名楚辞学者陈本礼

（1739-1818年，字嘉惠、号素 ）在乡境建别业瓠室，收

藏典籍 15万余卷，藏书均印有“瓠室”“瓠室藏书”等字

样，其可与扬州城内的马曰 、马曰璐兄弟的小玲珑山

馆、阮氏“文选楼”藏书相媲美。

汤汪土地肥沃、物产丰美，是公认的果蔬名乡、酱菜之

乡。早在清末民初，乡人肖维德、吕永年家腌制的咸货就闻

名省内乃至外省山东、上海等地。解放后，扬州百年老字

号“三和”“四美”“五福”三大家酱菜企业，其瓶装酱菜的

原料至半成品主要源于汤汪。至今扬州“三和四美”酱菜公

司生产基地仍坐落于汤汪乡扬州食品产业园区内。

（三）洪荒初辟，即有此沙———《开沙志》与沿江三镇

沿江头桥、李典、沙头三镇历史始见于《开沙志》，《开

沙志》为明朝人李蔚修纂的镇江丹徒县地方志。开沙，原

是镇江东北长江中最大、最古老的沙洲，取“洪荒初辟，即

有此沙”之意。开沙西起焦山，东至 山，长达60华里。其

大部分属于丹徒外，北面一小部分因隶属于江都县，故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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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为江洲。江洲主要包括顺江、南新两洲。两洲又下辖安

阜洲、九帖洲、天伏洲、新洲、北老洲、北洲等洲，各洲又分

小洲若干。头桥、李典、沙头三镇即在诸洲之上。

头桥乡境主要由顺江洲下属的安阜洲、九帖洲组成。

两洲又下辖安福洲、阜民洲、长宁洲、圣恩洲、开元洲等若

干小洲。头桥集镇的前身是清代时坍入江水的古镇“吴家

桥”，古镇遗址在今头桥镇南华村、新桥村、红平村交界处

的立新桥西。“吴家桥”是乡境吴氏望族聚族而居之地，

始建于何时不详。史料记载，古镇“覆盖五十余洲”，“酒

舍百余载沽”“列市珍货悉备”为“江洲第一大镇”。据头

桥乡境现存古籍《严氏族谱·迁祠条文》记载：“（清）乾隆四

十八年，顺江洲西部小洲婺源洲，开始猛坍，不久连吴家

桥镇址逐步沦没于水。”古镇后多次搬迁并根据清代古桥

“江洲头桥”（遗址在今头桥镇头桥村）更名为“头桥镇”。

头桥镇西紧邻李典镇，据邗江县志记载，康熙二十

七年（1688年）因本地李兆楼开设“李记当典”，其所在

集镇便以此命名。关于李兆楼的发迹，传说诸多。一说清

代有李姓村民在南新洲街上开了一处豆坊点心的小店。

后有一位外乡来的大胡子要求在店内免费吃喝一个月，

李老板当即表示背井离乡之人，理当照应。一月后，大胡

子被官府抓捕“归案”。原来，大胡子便是名闻润扬、劫富

济贫、行侠仗义的“江洋大盗”“大侠胡”。“大侠胡”被捕

后要求再见李老板一面，见面后“大侠胡”巧妙地将部分

财物埋藏地点告诉了李老板。李老板得到财物后关掉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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坊，重新砌了一座新的门面房，便是后来的李家当铺了。

又传说清代早期，有一位皇子来南方游玩，因满汉不和，

皇子不便暴露身份。后来，皇子银两用尽，又身染重病，

却得到一位李姓乞丐的帮助。再后来，朝廷派人寻到皇

子，知道是一位乞丐救助了皇子，便上报至皇帝，皇帝龙

心大悦，御笔批示：满汉一家，天下太平。皇帝要求吏部

启用乞丐为官。吏部认为此人一字不识，难以为官，便推

荐其至镇江一官办典当当差。后来，乞丐自立门户在镇

江对面的南新洲街上开起了李家当铺。

李典镇西境域为沙头镇，按《开沙志》载，因此地位

于开沙之西头，故名沙头。明末围垦后，沙头成为夹江入

江口，形成船埠，兴起集市，乡人称之为“沙头街”，是为

沙头集镇之始。

沿江三镇在行政建置上亦颇有特色。清末民初，三

镇属江都县第三区，区以下大洲设乡管为行政长官，小

洲设洲长管理行政，洲头管理粮赋，地保管理地皮，小洲

辖数圩和数十圩不等，圩设圩头，圩中分堰，设有堰首，

主管水利土地，也兼管行政。民国元年，沙头、李典、头桥

合称兴丰市。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后，江都市撤销乡市

制，头桥、李典、沙头三镇作为独立乡镇，直至2011年末

从邗江划归广陵。

二、名胜云集，古迹诸多

（一）此处园林自逸然

扬州园林甲天下，广陵郊区亦有诸多园林大宅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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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扬州园林文化的卓越代表。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年），

晋商乔逸斋为提倡风雅，在汤汪修建了清初扬州第一名

园———东园。关于东园名称的由来，一是因其位于扬州

城东之所；二是因其位于扬州名刹文峰寺、高 寺之东；

三是取自“商山四皓”的典故，乔氏亦自喻为“四皓”之一

的东园公，故此园便称为东园。

东园建成后，曹寅、王士祯、宋荦等名士纷纷为之撰

文吟诗。乔家挚友，时任两淮巡盐御史的曹寅，他为“东

园八景”逐一取名，还为之逐一题诗。“东园八景”即其

椐堂、几山楼、心听轩、西池吟社、分喜亭、西墅、鹤厂、

渔庵，每处景致均用典故。如其椐堂，其椐堂为东园正

厅，堂前有土丘两处，上有诸多百年大木，其中正对堂

又高又直者为椐树。据《诗·大雅·皇矣》中“其柽其椐”

句起名其椐堂。曹寅诗云：“何以筑斯堂，婆娑荫嘉树。

置身丘壑间，萧散不出户。回风集群英，流览畅玄度。”

后有学者甚至指出，乔氏东园正是曹雪芹笔下大观园

的原形。清代著名宫廷画家袁江还为东园作《东园胜概

图》一卷，现藏于上海博物馆。

“耿家花园”是扬州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地主庄园，为

头桥地主耿子清于民国十九年（1930年）在乡境头桥济

善洲（今红平村迎新村一带）建造。耿家花园在建造之初

因地制宜，就洼地而开河。花园内有一条三丈多宽的环

形人工河，府内河道中可划船戏水，观景游乐。耿家花园

沿河四周栽满桃、李、杏、柿，现存的民国老柿树和樱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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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，均有近百年历史。果树间还点缀载培有牡丹、芍药等

百种名花。花园有花房 4间并安置有暖气设备，成为扬

州现代园艺的“第一园”。耿家花园内还有一株名贵奇

葩———琼花。1953年，中国盆景泰斗级大师徐晓白先生

经多年考证认为：扬州琼花是聚八仙的优良突变种。当

时纯种的扬州琼花活存三株，其中一株便是耿家花园现

存的这棵“头桥琼花”。

（二）名寺古观云集地

广陵郊区，江河纵横、民风淳朴，自古为寺观云集之

所。“扬州东南第一丛林”普照禅寺俗名太阳宫，原址现

位于汤汪乡境内中港金属交易城内。寺院始建于何时不

详，传说古时因地势较低，一旦有强降雨便闹水患，当地

乡绅商贾合资建造了主供道教日神太阳帝君的宫观，祈

愿晴日常在。清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一位峨眉山的道清

和尚云游到扬州城南，在汤汪乡绅的支持之下重建太阳

宫并沿用原名。经过近 20年化缘募建，建成山门殿、大

殿、藏经楼等数十间，占地十多亩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

年）前后，已是古稀之年的道清和尚入京面圣，光绪帝敕

赐“普照禅寺”匾额、青紫龙杖一根、大藏经一部。道清奉

旨回庙后便将太阳宫更名为普照禅寺。这也成就了光绪

帝与扬州佛教的唯一一段佳话。民国八年（1919年），普

照寺举行隆重的传戒活动，民国著名宗教领袖、佛教净

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亲临指导传戒工作并亲自撰写了

《扬州普照寺同戒录序》，文中对道清和尚及其重建太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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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的过程有详细描述。太阳宫现存普照禅寺大殿遗迹一

处，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“十里长街市井连，月明桥上看神仙；人生只合扬

州死，禅智山光好墓田。”唐代诗人张祜的一首《纵游淮

南》将古老的山光寺推向了极致。山光寺遗址在湾头镇

老街上，始建于隋大业元年（605年），为隋炀帝江都宫

的北宫，后因占卜得“火山贲”卦，以为不吉，便改宫为

寺。北宋靖康二年（1127年），宋徽宗赵佶让位于其子赵

桓（钦宗），南下扬州曾住山光寺。其后高宗赵构南逃，住

在这里达一年之久。五代南唐烈主李 ，清代康熙、乾隆

皆曾巡幸山光寺。此外，宋代苏东坡、米芾等诸名家以及

起义军领袖王伦等人都曾在此寺拈香、游憩。咸丰三年

（1853年）山光寺遭太平军烧毁，后虽经修复，但已不复

旧观。至日寇入侵扬州后，寺再毁。现今山光寺仅存山门

殿房三间，并有晚清扬州大儒阮元于清嘉庆八年（1803

年）所题“隋山光寺”石刻存世。

此外，湾头还有三茅宫、浮佑宫、大王庙，汤汪有天

宝观、龙泉庵；沙头有圆通庵、观音庵、都天庙；头桥有永

胜庵、得胜庵，开元寺等名寺古观并每处寺观均有美丽

传说。如沙头晨兴村双柏组幸福组交界处有土地庙一

座，传说亦颇有趣。此处原有白果树三棵，成鼎足形，在

三棵树间，有庙一处。庙左有一高杆，置灯用。传说此庙

为孙悟空与二郎神斗法时而成，庙是正身，前两树是手，

后一棵树是尾，两窗是眼睛，左边一木杆是金箍棒。每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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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月十三至十八为其庙会。

（三）繁华尽处有古村

广陵乡镇人文底蕴皆较厚重，部分古村落历史亦极

为悠久。沙头镇晨兴村旧称常家村，原是元末明初长江

中流沙积沙成陵形成，朱元璋部将常遇春见这里四面

环水，易守难攻，便将部队驻扎于此的三圣庵附近，加

上他治军有方，累战累胜，因此威名远扬。后来天下大

定，朱元璋登基称帝后便招常遇春进京享太平，常遇春

进京后，乡民便称该地为常家村。常家村旁有村庄名五

小份，据说常遇春部下有五个姓氏将军，天下太平后，

五位将军不愿进京为官，常遇春便将该土地分成五份，

给他们落户，故称五小份。

湾头沙联村境内高家庄、草鞋刘庄、大张家庄、方家

庄等均有 500年以上的历史，高家庄为16世纪中叶扬

州城高氏先人为躲避倭寇骚扰举家从古邗沟迁居而来，

《高氏族谱》记载至今已经 20余代，排行至今 37代。草

鞋刘庄乡民为中山靖王刘备后代，随刘备招亲东吴而定

居苏州，后又由苏州阊门迁来定居于此。因刘备买过草

鞋，庄名冠以草鞋刘庄。解放初，该庄刘氏宗祠堂名仍称

中山堂。沙联村原有南宫庙一座，庙宇两进两厢，正殿、

配殿齐全，规模较大。该庙主祀祠山大帝南宫菩萨张勃。

农历二月初八是南宫庙香会，除善男信女烧香祈福外，

庙内和尚还用素菜包饺子，给男女食用，以消灾害。至

今，沙联村还保持着二月初八吃饺子的习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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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龙村地处汤汪乡西，得名于七里河闸之上的九龙

桥。相传明朝洪武年间，朱元璋在江北考察，皇帝一行人

巡游至古运河上一座无名小桥时，上空突现云雾缭绕，

金光闪闪，八条巨龙盘旋于天。转眼间，云雾消失，八龙

升天。见此情景，朱元璋便问大臣刘伯温此桥之名？刘伯

温说道：“此桥尚未有名，臣观天显八部天龙瑞象，又圣

上乃真龙天子也，可否称此桥为‘九龙桥’？”又有传说，

清康熙帝南巡乘船途经此桥时，不慎将九龙杯落入桥下

古运河内。后乡民便称之为九龙桥，九龙桥周边的村落

亦被称作九龙庄了。

三、乡贤辈出，前赴后继

（一）先烈英模激励后昆

在革命战争年代，广陵郊区英雄辈出，如民国初年

为保护乡民惨遭土匪杀害的汤汪许友仁、谈有华 2位义

士，又如牺牲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的沙头张福才、谈

开芹，头桥周汝南、罗云高烈士等。诸多英雄人物的英雄

事迹至今激励后昆。

朱秀清烈士，1919年出生，8岁随父母迁居头桥镇

迎新村。30年代末至 40年代初，他参加农抗会并加入

中国共产党，任中共新坝乡党支部书记、江防大队长。他

以人熟地熟等有利条件，在北洲及镇江、瓜洲等沿江重

要渡口，将渔船、渡船上的船民动员起来为新四军传递

情报、接送干部、运转物资。1943年 3月，朱秀清任中共

北洲区委书记。5月，他带领一批党员骨干，在新老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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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、南、北滩发动民众开展减租、减息和夺滩斗争，把近

两万亩芦柴滩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开垦种粮。抗战胜利

后，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，丹北党政军数千人

撤离，朱秀清等少数同志奉命留守坚持斗争。他机智灵

活，善使双枪，枪法精良，被人们称之为“神枪手”“双枪

手”。 1946年 4月，他带人逮捕了反动乡长刘公让，后

又枪毙特务马志成、地痞“雪花膏”。他还巧妙地化装混

入正在做寿的国民党区长张继泉家中，活捉了区长等

人，先后镇压了一批特务、叛徒等，使敌人闻风丧胆。这

引起了敌人对朱秀清的恐惧和仇视，1948 年 9 月 13

日，朱秀清带领部分队员执行任务时，遭到伪装革命打

入我武工队特务杨怀明、朱海涛等暗算，头部、腿部等多

处中弹壮烈牺牲，时年 31岁。为纪念烈士，朱秀清牺牲

所在地更名为李典镇秀清村。

（二）艺韵流芳薪火相传

俗话说：“和田玉，扬州工；扬州工，在湾头。”湾头琢

玉技艺在中国玉器工业中有着重要地位，同时湾头境内

亦诞生了朱邦元、董正通、王国治诸多玉器制作大师。朱

邦元，1905年生于湾头，自小随兄在上海学做炉瓶玉

器。炉瓶的最大特点是左右对称、上下协调、造型稳重。

解放前，玉器艺人做炉瓶没有平衡器、直角尺之类的辅

助工具和设备，全凭眼力看。有的人做炉瓶，不是肩膀高

一点，就是炉肚胀一点。自己看不出来，但经朱先生一指

点，问题全出来了。有人说朱邦元看炉瓶，如同中医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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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子、丑、寅、卯说得清清楚楚。朱先生也

便有了“炉瓶医生”的雅号。晚年，朱邦元还将生产雕琢

三足圆炉的技法编成了打油诗：三足敦称要平稳，香草

有劲吞头神。边线宽窄似韭菜，圆环圈如蒜苗梗。上下四

点成一线，盖高要齐炉腰身。

广陵郊区因运河、长江等河道密集人流量较大，自

古便是民间戏曲之乡。扬剧表演艺术大师潘学山，艺名

“盖砚秋”，1889年出生于头桥。潘学山自小学唱洲地花

鼓香火戏，他的拿手绝活“油头”表演（即男扮女装），非

常逼真传神，字正腔圆，深受观众喜爱。1919年，潘学山

在杭州“大世界”登台演出深受好评，此后又赴上海“大

世界”长期挂牌。当时，上海“泰源坊”扬剧班中有一名角

艺名“皮匠”，潘学山遂将艺名改为“盖皮匠”，以示超越

的决心。潘学山后来又沿着长江流域巡演至武汉，唱红

大江南北。因时京剧界四大名旦“程砚秋”名声颇大，潘

学山又改名“盖砚秋”。其首创的扬派《堆字大六》牌调，

为扬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1939年 7月，先生病危，他

坚持要回故乡“叶落归根”，后返扬州不足一月便长眠于

故乡头桥镇。

（三）功名成就享誉桑梓

沿江三镇乡贤辈出，“第一人”可推一直流传于乡间

的清代张姓武状元。关于张状元的生平，现已无确切的

文字记载。一是传说张状元是沙头陈祠村人，在清朝嘉

庆年间曾先后任太子少保、兵部尚书、两广总督兼提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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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粮。在其 60寿辰时，三朝阁老阮元曾赠送一匾额给

他。二是据传这名武状元是沙头晨兴村六圩人。时家中

房屋数进，有马房数间，张状元晚年回归乡里，每天早晨

出来遛马，南至谈家四圩大岸，北至胡墩七圩南大路，方

圆七八里。过世后，张状元葬于六圩至七圩的大岸旁。此

外李典联桥村旗杆组，人称“张家旗杆”，居民大多姓张，

据传先祖也是张状元。李典与头桥交界旧时有大牌楼一

座并有 4杆大旗，牌楼后便是张状元大宅。据说张状元

经常去夹江对岸头桥镇，他便在自家的东面造了一座

桥，连接张家旗杆和头桥，后人称状元桥。

民国时期，著名金融家胡笔江先生造福桑梓，一直

被后人所敬仰。胡笔江，谱名敏贤，字筠，号笔江。清光绪

七年三月（1881年）出生于沙头镇胡家墩。胡笔江少年

时期接受良好的私塾教育。17岁后曾在姜堰镇、仙女庙

等地银号当店员，积累了金融业工作经验。在一次朋友

聚会上，胡笔江认识了李鸿章的儿子，李少爷便介绍其

至北京发展。后胡笔江因在北京交通银行工作努力，处

理业务条理清晰，深得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、交行总理

梁士饴厚爱，遂破格提拔，不久晋升总行稽核、北京分行

经理。1916年 4月，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，胡笔江亦

辞去交通银行职务，南下抵沪。在上海，胡笔江结识爱国

华侨、印尼实业家黄奕柱并成立中南银行，胡笔江任总

经理。在胡笔江积极经营下，中南银行资金运用灵活，营

业额扶摇直上。同时，中南银行陆续投资国内各项事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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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上海新裕纺织公司、上海德丰毛纺织公司、广州矿务

公司等。1938年 8月 23日，胡笔江在香港乘坐飞机前

往重庆，被日方误认为孙科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）座机，

遭到日本军用飞机袭击，机坠人亡。胡笔江遇难后，毛

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及蒋介石等皆送花圈挽联给予吊唁，

毛泽东、朱德在挽联中称其为“金融巨子”。

胡笔江先生生前不忘桑梓，因沙头紧靠长江，每年

汛期洪水威胁家乡，1920年他便出资修建 7道半防洪

水闸。针对家乡缺医少药状况，他开设施药局免费为乡

民供药并高薪聘请名医坐诊。胡笔江十分重视教育并倡

导男女平等。1933年他出资创办沙头竞生小学。800多

人的学校女生占了三分之一多。他还承诺毕业后成绩优

秀者，可到他开设的银行就业。一大批优秀青年在他关

怀下，走出家乡，成为我国银行业的骨干力量。胡笔江故

居现位于沙头镇北洲中学内，故居被省文物局列为首批

“江苏省名人故居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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